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寇鹏程：《古典、浪漫与现代：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》 

出版社：上海三联书店      出版时间：2005年7月第一版 

内容介绍：  

    在漫长历史的“游击”中以“古典”、“浪漫”和“现代”的概念为切入点，以审美价值取向的范式演变为

中心，以审判实现现代性为潜在主题，在各个时期以几个最具代表性的“大家”为“点”深入下去，这样照顾到

“面”又在某“一个点”有深入，避免“空谈”，这样才说服了自己。在论文中作者把审美范式的演变作为表层

直观的历史现象，它是外在的、直接可见的；而把审美现代性的获得怀展开作为这种范式演变的深层动力与目

标，它是内在的、深层不可见的；从古典到浪漫的审美范式演变标志着审美现代性的获得，而审美现代性就显现

于审美范式的演变。审美现代性是审美范式演变的深层的红线与潜在的洪流，审判范式的演变是审美现代性的外

在表现与最终结果。这样就把审美范式演变与审美现代性追求交织在一起，范式演变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的获得，

现代性获得也就是表现为范式演变，它们由此达到了统一。 

来源：美学研究 日期：2006年3月18日 作者：Carrie 阅读：2328



 

 图书目录：  

总序 

绪言 世界变了 

第一编 从古典范式到浪漫范式：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获得 

第一章 古典和浪漫作为审美范式的自觉 

第一节 古典和浪漫的概念 

1 古典的概念 

2 浪漫的概念 

第二节 古典与浪漫的对立 

1 “浪漫时代”古典与浪漫的对立 

2 “浪漫后时代”古典与浪漫的对立 

第三节 古典与浪漫的历史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

1 古典和浪漫已成为美学视野中两个审美范式的概念 

2 “古典”与“浪漫”两个概念具有不同层级的内涵 

3 我们对浪漫主义的误解 

4 古典的时间和浪漫的时间 

第二章 古典审美范式的内涵 

第一节 古典的理性知识美学 

1 理性知识的基调 

2 柏拉图的痛苦 

3 经验和亚里士多德不经验了 

4 永恒的上帝 

5 知识的“巨人” 

6 理性的法庭 

第二节 古典的和谐整一美学 

1 和谐的王杖 

2 上帝安排的和谐 

3 理性审视下的和谐 

4 单一等级制的思维取向 

第三节 古典的伦理道德美学 

1 美即是善 

2 法律终止的地方，剧院的裁判权就开始了 

第三章 浪漫审美范式的内涵 

第一节 走向浪漫 

1 不能把知识和道德作为评价艺术的标准 

2 艺术有理性逻辑之外自身的逻辑 

3 艺术以美为目标 

4 感性的转向：美学的诞生 

第二节 浪漫的审美独立美学 

1 审美非功利原则 

2 天才、情感与想象 

3 哲学终止的地方，诗就开始了 

4“内在心灵”的转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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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浪漫的个人主体性美学 

…… 

第二编 从浪漫到现代范式：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展开 

第四章 现代审美范式的内涵 

结语 

参考书目 

后记 

上一篇： 
下一篇： 

殷双喜：现实与理想——从朝戈、丁方的绘画看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 
人民大学2006年美学考博试题 

  >> 相关新闻    全部新闻   >> 相关评论    全部评论

  王鲁湘：中国画的发展与革新——谈李可染先... (3月18日) 

  寇鹏程：中国悲剧精神论 (3月11日) 

  Curtis L. Carter：Hegel and Danto on the... (3月11日) 

  学术会议通知 (3月11日) 

  黄笃：艺术•问题•策划人——四... (3月11日) 

  尧小锋：中国比美国的舞台更大！——访中央... (3月11日) 

  刘承华：中国艺术的“月神”精神 (3月11日) 

  刘承华：走向主体间性的音乐美学——兼及音... (3月11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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